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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器乐曲



唢呐类(双簧)乐曲

唢呐类乐曲述略

胡家勋 李继昌 张中笑 刘一丁

唢口内类乐器，包括苗、布依、侗、仡佬族唢口内，彝族莫轰，布依族勒尤及其同族乐器勒

浪，仡佬族哈姆表等，它们同属双簧哨气鸣乐器，在全省各相应的民族地区广为流传。由于

乐器及民族不同，其型制、社会功能、习俗、演奏组合形式等有同有异。

一、苗族唢呐曲

苗族唢呐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

管身(木质)呈锥形，设七孔或八孔(前七后一)。

喇叭(铜质)又称“敞敞”，套接于管身下端。

芯子(铜或竹质)又称嘴子，呈管形，常在外套两个球形圆泡和一圆形气牌。

哨子(麦秆或芦苇制成)，插在芯子上端。

其大小规格，民间通常分为头排(大)、二排(中)、三排(小)三种。音色，头排低沉，浑

厚，二排雄健，刚劲I三排清脆、明亮。

苗族唢呐的演奏形式，多为同等大小的两支唢呐齐奏，其中有筒音音高相同的和筒音

音高为4度关系的。演奏者一称上手或正手，一称下手或副手。演奏乐曲中音区时，二人

齐奏，高音区时，上手奏高音，下手奏低8度音，呈8度关系。常见的演奏技巧，有打音、叠

音、滑音、吐音、颤音等。

演奏时，常用一鼓一镲随节奏敲击。在贵阳地区．也有由两人用鼓、吊锣、小镲(或大

镲)、包包锣四样乐器，随节奏巧妙配合敲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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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唢呐，在El常生活中应用广泛，凡婚丧嫁娶、节El吉庆、建房祝寿，无所不在，在黔

西北的纳雍、织金、黔西各县，丧事和喜事场合演奏的曲调严格区分，而在贵阳地区一带，

除随礼仪程序吹奏的一些曲子外，大量存在的贺调。则无论丧事或喜事都可以通用。

乐曲构成，即兴性较大，所以结构往往不规整。旋律多用主导乐句或主导乐段贯穿，运

用重复、变化重复、模进、转调等方法予以发展。织金、纳雍等地的乐曲，大多比较长大，而

且器乐化的程度、演奏技巧等都比较高。一首《翻折子》以一个主题鲜明的乐段，在几个不

同的调上来回演奏，运用自如，格外新鲜。两首仿禽技曲《鸡叫调》，在一个主导乐段反复出

现的同时，穿插各种鸡千奇百怪的呜叫段落，妙趣横生。

调式结构，以五声徵、商、羽调式为多，贵阳市花溪区较多地存在5 I,7 l 2 3(5)6

(i)(主)六声商调式的乐曲，别具特色。

二、布依族唢呐曲、勒尤曲

唢呐曲布依族唢呐，形制与苗族唢呐基本相同，唯哨子用虫哨(用生长在树上的虫

茧制成)。其组合演奏形式，除两支唢呐与一鼓一镲组合外，黔西南有两支唢呐、两支大号

(大号，形似唢呐，铜质，由嘴节、伸缩管、喇叭三部分套接而成，全长约1550毫米。管身无

音孔，由唇振激发气柱发音，只能奏简音及5度泛音，作为唢呐乐队的低音乐器)，一鼓一

镲六人组合的。

黔南布依族的唢呐队组合及其演奏活动，别具特色。他们常由一对小唢呐、一对中唢

呐、一对大号、一鼓一镲八人组成，围坐八仙桌旁。加之唢呐手们说。他们唢呐的八个音孔，

每个孔的音都争着比试高低，就像那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一样，因此他们把唢呐叫做“八

仙”。于是布依族人就尊称他们为。八仙师父”。在婚嫁丧葬等活动中，八仙师父们自始至

终都以唢呐曲相伴随。他们用唢呐曲迎接客人，用唢呐曲请客人入席饮宴；用唢呐曲代表

客人向主人家道谢。各种礼仪程序都要吹相应的唢呐曲。

婚事场中，接亲时，男家必带上一队“八仙”去，沿途吹吹打打，喜气洋洋。在姑娘家，第

二天天一亮，他们吹《天亮调》，催姑娘起床打扮；到发亲时辰，吹《发亲调》l新人上路后，接

着又吹《亲家不要哭》以示劝慰，并请回转。

亲朋好友前来祝贺，通常也要带一队“八仙”来，进了主家寨子，以曲赞美寨子的风水I

到了街上，以曲颂扬房屋街道建设等等．

这些曲子，凡成套完整地随礼仪程序吹奏的称为套曲。功能上严格区别，不能混用。而

在～般场合以迎送、问候、祝贺、赞美为内容的，称“杂调”。不管套曲也好，杂调也好，其与

众不同的是，曲调中都隐含着词意，这些词，有的是传统固有的，有的是艺人们填上的，可

以歌唱。事后，当人们听到这些曲谓，便能明白感知其词意，如下列唢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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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

客来客请坐

望谟县

詈盘金I量』#5、l詈生』盟6 I詈业星』l詈工_量咝6
ai rang ai 咖ji ni Ina Te ni guo long luan ji hJQn lai lao bnglailai long lai

詈Ⅱu l詈盟业主I詈逸主I遗佥
dan lao dao dan xia luan ai luan ai dan biao dao dan biao dao

i 曼 6 ll 5 6 l

dao rCIN lai

译意；

5． 6 5 l I 6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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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daorQn lai

U U}垒一《8． 1 6 l I 2 一 Ⅱ

bu qi bu mu lai rao qi r∞dao 10

亲戚们。伙计们．

酒已经备齐，茶已经摆好。

l=B

詈§金
yi jie

2

la

I 6金
dang di

亲家不要哭

／——、

8 l 6

快入席．快入席．·

客来客请坐，快来吃酒嗲．

(熊昌采录、记谱)

罗甸县。

，—、 I，—、，一—、

一张址址I i址I
xiang bang meng long gen lu 10

—III 5金5 6 I i佥5 6 l i．11主

／————-＼

3． 3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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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mo dao ran lai y∞ rcin bai rQn

§ 5 I 8

译意t

，一—、 _，’、、

Ⅱl韭i2 2 I主一⋯j业5 I a n ll I 3 I 2 一 l f i 主 8 I a 吾 圣 l

ran bai ran dai

．I o 5 l i ．I t主皇-_童I主

亲家不要哭．

新人不要哭，

吹起唢呐迎新人。

发亲巳到寨脚路．

亲家请回去，

我们快走嗲．快走哆I

(砖昌采录、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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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些唢呐曲的词有布依语的，有汉语的，也有布依语和汉语混合的。这些填上词的唢

呐曲，布依族群众习惯叫它“唢呐调”，人们称为“吹歌”。它既不同布依族的一般民歌，又别

于一般的吹奏曲。当然唢呐是不能歌唱的，这只是约定俗成，是唢呐对布依族和汉语的乐

化表现罢了，局外人是不能听懂的。但它对乐曲表现内容作了具体的解释和补充，对于现

场气氛的渲染、乐曲的传承、功能的区分等，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黔西南各地的布依族唢呐调，大体可分为花牌、文牌两种。主要流行在安龙、兴义两县

的花牌曲调，情绪热烈而欢快。如《梳妆调》、《拜堂调》等。流行在贞丰县一带的文牌曲调，

情趣文静、典雅。如《小开f-1》、《喜洞调》等。

勒尤曲 勒尤，是布依语音译，“勒”作名词讲．意为唢呐(布依人用汉语直呼“勒尤”为

小唢呐)；作动词讲，意为“追”或“选择”之意；“尤”可意译为“情人”，故“勒尤”亦可译为“挑

选情人的小唢呐”。流行于望谟、册亨、贞丰等县的布依族地区。其结构由哨子、口子(竹

质)、锥形管身(用桐木、花椒木或橄榄木制成)、共鸣筒(竹质)四个部分组成。全长约300

毫米。管身开五孔或六孔，音域为一个八度。(见下图)

勒尤(单位：mm)

勒尤，以哨子最富特色，它是以槐树、黄果树或橄榄树上一种叫“比仑”的虫茧，剪去两

头，取出虫蛹，放在桐油里浸泡，待其收缩后，取出晾干后制成，称为虫哨，发音柔和，经久

耐用。吹奏时循环换气，乐器音色明亮甜美。

勒尤，只用于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可以说，它是一件“爱情乐器”。通常在路途、田间、

山野由男青年吹奏。或消愁消闷，或表达对情人的思念，亦或用以呼唤情人，故常以“喊妹

。调”冠名。此乐器也可作定情的信物。

凡称“勒尤调”者，可分两类：一是用勒尤吹奏的器乐曲；二是人声演唱的勒尤调。实际

上是用勒尤乐曲填上歌词演唱的“勒尤歌”。有的还用“勒、哩、哦”等象声词模仿乐器的声

音，别具情趣。即便是乐器吹奏的乐曲，也有男女双方都能领悟与相互沟通的固有含义。

布依族勒浪曲勒浪，是勒尤的同族乐器，流行于册亨县的布依族村寨，型制与勒尤

基本相似，但无共鸣筒。管身长250毫米左右，开五孔。其音色清脆、甜美。广泛运用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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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青年的爱情生活，多吹奏当地的“浪哨歌”(情歌)，将两支型制完全相同的勒浪并排捆在

一起，称“双勒浪”。

三、侗族唢呐曲

流行于侗族地区的唢呐，其形制与常见的唢呐相同，多在红白喜事等民俗活动中演

奏。流行于从江县独洞乡的一种民间唢呐，组合很有特色，它由唢呐、竹笛各二支，大号一

支，包包锣、小扁鼓各一个，小镲一付组成。其音乐既有支声型织体，还有对比复调型的乐

曲，有的乐曲如《下圹》，还具有多调性色彩，别具一格。

四、彝族莫轰曲

彝族莫轰，因方言不同，又有“马哈”、“姆鼻”等名称，黔西南少数地区称“败来”、“宰

乃”。在全省彝区广泛流行。其形制有巅子(竹质)，分头巅二巅。头巅插于二巅上端、二巅

插于管身上端，其下插部分较长，可以伸缩，用以微调简音的音高。管身与喇叭均为木制。

莫轰盼头排(大)、二排(中)、三排(小)三种。以头排为例，管身

一般长480毫米，下端管径25毫米，上端管径7毫米，喇叭口径125

毫米；巅子长60毫米，圆盘气牌直径30毫米，哨子长约15毫米，乐

器总长约750毫米。(见右图)

莫轰的演奏形式，民间多为同等大小的两支唢呐齐奏，其中筒音

相同的称“对子”，简音一支为5，一支为l的称“大扣小”。演奏者一

称上手，一称下手。演奏筒音为5 l关系的莫轰时，通常上手吹筒音

作1的莫轰。演奏乐曲中音区时，二人齐奏，高音区时，上手奏高音，

下手奏低8度音，呈8度关系。有时上手兴高，可再翻高8度。

在演奏活动中，常用一鼓一小镲紧密配合敲击节奏。毕节市大屯

乡大河口村一带，独树一帜，由四人用鼓、大锣、钹、小锣(民间称牌

锣)合奏曲牌，与莫轰对奏、套奏，气氛格外热烈。一

彝族丧事活动，莫轰历来断不可少。老人去世或斋祭，主家必须

有队坐堂莫轰，前来祭奠的三亲六戚，每家也必须带一支莫轰队来。

他们除随丧仪的程序诸如穿衣、入棺、莫祭、出殡、送葬等吹奏相应的

曲子外，还各择对手相互竞技演奏，有的还用“点赶点”的竞赛形式，

即挑战者以一个特性乐句为主题发挥一曲，应战者亦须用这一特性

乐旬为主题发挥演奏成另一曲。如此严格对应。看谁的发挥能力强，
卜一12s一
莫轰(单位l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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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曲子多，演奏技巧高。优胜者，当受到主家的奖励，自然也为其所代表的本家增光。败

北者，则遭众人的冷眼，甚至将自己的莫轰拱手送上。

彝族喜事场中，演奏莫轰的相对较少。现调查到的仅毕节市大屯乡有一支喜事唢呐

队，常年出入于喜事场合。

莫轰用循环换气法吹奏，演奏技巧除常见的吐音、打音、叠音、滑音外，还有花舌音、颤

音、下托音(1lp以气息控制吹出的筒音下三度音)、挥音(民间叫法，即历音)等。乐曲有短小

简洁的，也有长大复杂的；有短促急速的，也有徐缓悠长的。旋律多级进。在一些仿禽呜叫

风趣滑稽的乐曲如《山雀叫》、{：百鸟争春》、《画眉打架》、《螺蛳腔》等曲中，8、9、10度乃至

更大的跳进也屡见不鲜。曲调多以主导乐句或主导乐段为核心，运用重复、变化重复、延

伸、压缩、转调等种种方法予以发展。

调式结构，以1 2 3 5 6五声徵、商、羽调式和5 6 7 l 2 3、2 3 4 5 6 l六声商

羽宫调式为多。频繁转调，是莫轰曲的一大特点。有时一首曲子连转数调，不管是近关系

或远关系都可运用自如而不显生硬。一些乐曲还常有非调式主音结束的现象。

彝族莫轰，流派多，乐曲丰富。以威宁县为例，现搜集到的，音乐风格色彩显著相异的

流派，就有近十个之多。不少乐手掌握的曲子，可连吹数日不返头。民间精彩的作法是每

吹一首便在米筛的一个孔里插一支竹签。如此，有的乐手拥有曲子竟达数筛子之多。加之

家支世系、地域流派不同而出现的干差万别，其数量之浩繁可想而知。

彝族莫轰历史悠久。据彝族布摩(通彝礼、懂彝文、专司祭祀的长老师人)王子国、唐开

贤等介绍，自古以来，彝族丧祭活动中，布摩吟诵经文、铃铛舞表演、莫轰演奏三件事，都是

缺一不可的，而且总是相伴始终。历史上经祖祖辈辈世袭复制，遗存至今的祭祀场中悬挂

的“那史”(图画，也有人称案子)上，也有布摩、铃铛舞、莫轰演奏在同一画面存在(见本卷

图片)。应该说，彝族什么时候出现祭祀活动，什么时候就有莫轰演奏了。据古彝文文献

《西南彝志卷十四-殡房起源》记载，①经考证，彝族建立和完善祭祀制度是彝族历史上的

“什勺”时期。彝族的繁衍史，历来都是用父子连名的方式记载的，即子名的前一或二字，必

须是父名的后一或二字。如希慕遮、遮道古、古珠诗，或德喜所、喜所朵、朵必额等等。查今

大方彝族水西家连名谱系的记录，其最后一代是1664年(清康熙三年)。根据其连名谱系

与汉族历史年代及其人物的有关文献记载相对照，彝族“什勺”时期约当我国秦汉以远。@

古彝文文献《西南彝志》中，关于莫轰的记载多处可见。<论歌舞的起源》③述：。口吹木

轰，手弹弦琴，好比麻雀鸟进林”。‘论窍舍的歌场》载：。木轰的声音清脆如松果爆炸，另外

①阿洛兴德著‘咯论彝族的形成与历史发晨的六个重要时期’，I凉山彝学)1997年4期第48页．

② 王桂馥、陈英著‘彝族六根源汽及其年代问题>。藏‘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6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第一版．

@贵州省毕节专署民委会鼻文翻译组翻译、量州民问文学工作组整编，‘民同文学资科'四十集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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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手弦琴来弹，主人能够招回羊群，于是肩着木轰去牧羊了。’，①

在彝族世代相传，复制沿用至今的《柞数》②、《丧葬场》、《恺旋颂祖画》等图画中，也有

莫轰演奏的生动形象。

彝文翻译家王继超介绍，现存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待译的彝文献《那史纪透·莫轰纪

透》、《那史纪透·毕礼纪透》(“毕礼”彝语意为能发声音的草管)、《恺讴数》中记载，莫轰是

彝族先祖，听到岩洞中各种好听的声音，自己制作的，先是用竹子做，后又用木头做。直到

现在，大家仍用木质的莫轰。

五、仡佬族唢呐曲、哈姆表曲

唢呐曲 仡佬族唢呐形制与常见的唢呐相同，广泛流行于遵义、关岭、水城和六枝特

区的仡佬族聚居区。多用于丧葬仪式中。其常见的《阴谱》传说是人们听到岩洞中的优美

声音后，受到启发创作的，深受群众的欢迎。

仡佬族唢呐曲，多为几个乐句多次重复的单乐段结构。旋律多在五度的起落中流动。

哈姆表曲 哈姆表，流行于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白层区后山仡佬族地区。其结构由

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统称“冲苔”，仡佬语称。丁格罗”，由小竹管、气盘(又称音盘)、铜

圈、哨子组成。小竹管上套虫哨，下插铜圈。铜圈是两个部分的连接部，略向后仰，使该乐

器的音色含蓄而委婉。下部分为管身，仡佬语称“杆杆”，用泡木桐或木姜木制成，呈锥形，

开六孔，发10音，音列为2 3(’4)5 6‘7 i主§，其中微升微降音系用气息控制的方法

吹出。又用超吹筒音发最高音角(此音偶尔用)。上方六音高亢嘹亮，常用吹奏或伴奏民歌，

下方四音浑厚圆润、沉闷，不用作伴奏。

哈姆表虽也独奏，但尚未发现与民歌截然无关的乐曲。搜集到的独奏曲，都是在主吹

民歌调的前、后加上自由发挥的器乐段组成，民歌调部分也是该乐器独奏曲的主体段落。

有趣的是，主体段落保持原民歌调的四声徵调式之外，有时也采用羽音和闰音的对置形成

调式色彩的多样化；更多见的是“器乐段”，用闰音代替羽音，与主体段形成调式、调性的对

置，而乐曲结柬处，又意外地出现了以闰为宫的旋宫转调，色彩别致。

哈姆表音色甜美，极富抒情性。常用作男女青年交流、表示爱慕的工具。吹奏曲目常以

《邀约调》、《逗趣调》冠名。演奏方法与唢呐同。但由于音列及调式的变化，指法则有自己

的规律。

①贵州省毕节专署民委会鼻文翻译组翻译，贵州民间文学工作组整编．‘民间文学资料，四十集第258页．

②彝族古代用预测祸福的推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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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汉族唢呐曲

汉族唢呐，在全省汉族地区流行，各地流行情况不一，一般农村多些，城市少些。音乐

有成套的曲牌，演奏技巧较高。凤冈县的唢呐队，在全省民间吹奏乐中负有盛名，多次在全

省民间文艺会演中获奖。其音乐风格与四川唢呐相近。

唢呐在汉族地区使用的历史相对较早，各少数民族地区，多有唢呐从汉族地区传来

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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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唢呐曲

833．杂 调

l=A(唢呐筒音作5一e1) 贵阳市·乌当区

快板．J=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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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调多用于丧事场合．

(王强华演奏 王立志采录、记谱1983年6月)

834．灵 堂 调

'=A(唢呐筒音作5一e1) 贵阳市·花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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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Ⅱ) 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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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明、王友生等演奏张永吉、鄂家强、王立志采录
． 王立志记谱1989年3月)

．835．守 烛 堂

l=oB(唢呐筒音作5=f) 贵阳市·鸟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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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一8
3 J 2 2 J詈卫业盟I盟盟业l詈盟盟l婴些

姐业I 2蛆I 2盟I卫业I兰丌_o II
(何有昌等演奏 王立志采秉、记谱1 986年3月)

说明-曲谱上，下方括号内青．均为反复时演奏．以下类似者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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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家祭坐堂曲

1：hA(唢呐筒音作5=be) 贵阳市·乌当区

僻小快板．I—l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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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 6主I业血I盟ⅡI詈业j血I詈5一i
6 I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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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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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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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S．

3 3 5 6 l空生J l生』生』l生上
● ． ● ‘ ●

● ● ‘ ‘ ‘o。—————‘一 ⋯
(王光学演奏 王立志采录、记谱1986-'T-"3月)

837．尚， 飨 调(一)

1：‘E(唢呐筒音作1一咭) 贵阳市·花溪区

中板．』一80 (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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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富演奏 王立志采录、记谱1 988年6月)

838．尚 飨 调(--)

l=E(唢呐筒音作l=eI) 贵阳市·鸟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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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盟l詈生墼业旦』l詈生丝曼_塾I些些I尘5．、l
(王强华、罗有发演奏 王立志采录、记谱1983年6月)

839．尚 飨 调(三)

1=I,E(唢呐筒音作l=岵1)

小快板．J：10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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